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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阎连科，当代著名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情感欲》、《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
、《风雅颂》、《四书》、《炸裂志》等，中短篇小说集《黄金洞》、《朝着东南走》、《耙耧天歌
》、《年月日》等，另有《阎连科文集》17卷。曾先后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
奖和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入围曼布克国际奖。其作品被译为日、韩、越、法、英、德
、意大利、荷兰、挪威、以色列、西班牙、捷克、塞尔维亚等多种语言，在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梁鸿，女，当代著名评论家，著名畅销书《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
研究、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关系研究。主要作品有《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黄花苔与皂角
树：中原五作家论》、《外省笔记》等。其中《中国在梁庄》获“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获第十一
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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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读书笔记】巫婆的红筷子
文学博士梁鸿对作家阎连科的访谈录。有记录阎连科创作背景和写作状态，也有阎连科对同行尤其是
对河南作家的点评，很朴实。感觉是两个真正热爱并有着认真态度研究文学的文学从业者。值得尊重
。
2、整理访谈内容合成书的时候肯定删了不少，太可惜。好多话题感觉还可以聊好多，硬生生就转到
另一个面上了。不过我觉得梁鸿不懂小说，不太会问问题，聊专业内容的时候，她的见解也没多漂亮
3、没有凹术语，说得基本是人话，有种先锋书店坐着听讲座的感觉。阎连科很真诚，说了很多关于
自己的大实话，难怪有人说这是研究阎连科者的必读书。另，巫婆的红筷子这个比喻很精彩。
4、河南。孟静也是河南人，她的语言是非常朴实的，甚至有些土气。王欠男说：“孟静多洋气啊”
。但是否这种洋气也是因为她的语言有一种现今专栏作家与写手罕有的朴实与土气呢。她找到了自己
独特的表达方式，少有的朴实也就成了珍稀的洋气。这本书后面谈了很多河南籍作家，这批人的表达
也都是紧贴故土和风俗的，他们对政治与官场的热衷观察，也可以说是对人世故人情生活的一种热衷
，我想孟静也是这样的。大概河南作家在文化传承上做得比较好，和传统对接得好，比较踏实。而我
随后想看的大概有师陀、张宇、乔典运、刘庆邦。
5、阎连科身上有一种真，有作为作家的觉醒。他的立足乡村的写作总是能让同样出生乡村的人有强
烈的身份认同。
6、评点同行的部分，直言不讳。
7、梁鸿导师原来是王富仁
8、梁鸿只能算是一个文化批评学者，她的《中国在梁庄》不免有模仿戴锦华《黄河边的中国》之嫌
。最新版后面附的前两篇论文很有见地，虽然废话太多。前面的访谈嘛，任何一个没有深刻理解过阎
连科的学者大概也问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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